
近期有一位老牌本地知名歌手在香港體育館舉
行個人演唱會，這位歌手表示今年再次受到廣大
樂迷關注，要感謝人工智能（AI），因為較早時
有人通過人工智能技術製作出近似他的聲線，再
翻唱其他歌手的金曲，引起網民熱議，同時也令
該位歌手得到關注而又再活躍起來。
近年新的科技也不斷湧現，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簡稱 A.I.)這種科技高速發展，並在
日常生活上被廣泛應用，為我們的生活帶來多方
面改變，上述提及例子便展現了人工智能模仿及
學習的其中一種能力。
在公民與社會發展科（下稱「公民科」）主題

3「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的四個課題當中，課題
「科技發展與資訊素養」裏其中一個學習重點就
是「全球新科技發展概略：人工智能、大數據、
雲端儲存」。
而在補充說明裏，就列明「人工智能、大數

據、雲端儲存對人類日常生活的影響」。既然人
工智能成為科技熱點之一，那麼老師在講授課程
內容當中，又應關注哪些重點呢？
作為科技的產物，特別是像人工智能高速發展

的科技，老師可以先說明的人工智能發展趨勢。
人工智能一般是指人類製造出來的機器（例如電
腦系統）所表現出來的智慧，能夠完成需要人類
智能相關的技術與能力才能執行的工作。
而人工智能大概又可分為弱人工智能和強人工

智能，弱人工智能是經過訓練並專注於執行特定
任務的人工智能；強人工智能是通用人工智能
(AGI) 和超人工智能 (ASI) 組成，有自我意識，有
能力解決問題、學習和規劃未來。現時人們接觸
到的都是弱人工智能，強人工智能尚為理論性的
討論。
由於課程大綱提及「人工智能對人類日常生活

的影響」，同學們便需要思考兩個問題：第一是
生活上有哪些東西涉及人工智能；第二是這些涉
及人工智能的事物對我們的生活帶來了什麼影
響。
事實上，人工智能現時已滲透至人類社會的各

個層面，展現了人機互動、圖像識別、生物特徵
識別、機器翻譯等強大功能。例如在手機當中的
語音助手就是人工智能展現人機互動的能力；過
關時臉孔、指紋辨識等是人工智能展現生物特徵

識別的能力。
老師可通過更多相類似的例子，向同學們說明

現今人工智能的應用已在大家的生活中經常出
現，也能經常接觸到，這樣能使學生產生親切
感，不覺得人工智能的內容太虛無抽象。

生產模式與生活模式均有改變
了解我們日常生活中會接觸到哪些與人工智能

相關的事物，那麼就更容易掌握人工智能對我們
人類日常生活的影響。現時人工智能的發展，對
人們最大的影響就是改變生產模式及生活模式。
隨着科技的發展，各種高科技已融入各行各業

當中，無論是農業自動化、再工業化、金融建
模，以至醫療行業和日常服務業，人工智能的運
用已深入其中。
同學們可以思考一下，人工智能的發展對人類

生活帶來了什麼好處？隨之而來又有什麼負面影
響？就行業產業而言，受高科技影響，不少行業
已減少人力的投入，而所需要的人才更多是對高
科技應用相關的，對人類造成的影響就是社會產
業的轉型。

又例如，人工智能在很多環節上提升了人類的
生活質素，同時也改變了人們的行為能力。手機
的應用以及人工智能的配合，的確令人處理事情
事半功倍，但過於依賴科技產品又可能令一些能
力有所下降。
由以上的討論，老師和同學應該明白，人工智

能在公民科的討論主要是涉及與人類社會及生活
之間的關係，而非針對高層次如強人工智能的抽
象討論。
因此，讓同學們更了解人工智能現時如何融入

人類生活每個層面當中，又如何給人類帶來改
變，才是重點所在。多引用現實及身邊發生的例
子作切入點，對同學們了解人工智能帶來的影響
更有幫助。同學們最簡單的體驗，可能就是以
ChatGPT（全稱聊天生成預訓練轉換器）來輔助
完成功課，當中出現的結果以及帶來的影響，對
同學認識人工智能是很有意義的。

最近在一
篇文章中提
到了體驗式

學習法如何促進情感聯繫，並以公民與
社會發展科內地考察作為例子。通過具
體的經驗、觀察與反思、總結與概念
化、實踐應用這四個元素，可以培養學
生對該科目的興趣和國民身份認同。
由於學生在高中階段只有一次內地考

察的機會，老師可以在課堂和課後安排
不同的體驗式學習活動，或者善用外部
機構作為「學校夥伴」，促進學校和學
生的發展，讓學生充實自我，培養良好
的價值觀。以下為其中一項本校參與外
間機構的一項活動，佔用學校資源及課
時不多，在此與大家分享。
其中一項為賽馬會「傳．創」教育計

劃，學校可以透過計劃，讓學生能夠認
識各種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並選取其
中一項非遺項目作體驗式學習，如學校
可選取廣彩製作技藝、白鐵器具製作技
藝、蒸籠製作技藝、中式長衫製作技藝
等。
學生在計劃中了解到非物質文化遺產

是各個社群和國家民族身份的重要組成
部分，保存這些非物質文化遺產不但對
於保護和傳承中華文化有着重要的作
用，明白非物質文化遺產承載着族群的

身份認同，是人們對自身歷史、傳統和
價值觀的連結。學生透過活動傳承和實
踐非物質文化遺產，能夠建立起共同的
價值體系，促進凝聚力和國民身份認
同。
本校以參與廣彩製作為例，廣彩製作
技藝源於清初，當時廣州是瓷器外銷的
重要港口，商人為節省運輸成本，購買
景德鎮的白瓷胎，再由廣州的畫師根據
客戶要求進行繪製。到了清末，廣彩的
風格已經成熟，具有獨特的紋樣，顏色
和構圖更加豐富，廣州彩繪瓷器以真金
彩填充圖案的空白位。
然而，由於當時局勢不穩，不少廣州
廠商和畫師南遷到香港從事廣彩製作。
1950年代以後，香港廣彩工藝蓬勃發
展，其時除了繪製傳統圖案，瓷廠開始

根據客戶需求創作融合中西元素的新設
計。
透過以上的活動，學生不僅增加了對
廣彩和中華傳統文化的深刻認識，也深
入體驗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價值。透過
參與廣彩製作，他們實踐了學以致用的
理念，進一步體會到不同工藝的價值所
在。同時，他們也了解到中華傳統文化
與其他文化的融合對香港社會的影響與
互動。
這些課程內容相互關聯，從「形成香
港社會以中華文化為主體的多元文化特
徵的因素」、「中華傳統文化與不同文
化的融和對香港社會的影響」，以至
「多元文化特徵對於香港社會的積極意
義」，有助提升學生對學習本科的興
趣。

截至2022年底，全國鐵路營業里程達
到15.5萬公里，其中高鐵佔4.2萬公里。
在中國，大家出行已離不開高鐵，但很

多人一直有此疑問：伴隨着「高鐵」出現的，還有
「動車」一詞，到底「高鐵」和「動車」有分別嗎？
一些人直覺地認為，「高鐵」就是一列列跑得飛快
的火車，所以和「動車」應該沒分別；也有人認為，
「高鐵」是比「動車」更快的列車，它們應該是速度
的分別。其實這些答案都不準確。
很多報道都指出，「高鐵」亦即高速鐵路，說的是
「路」及整個系統，重點不在「車」。
根據國家發展改革委的說法，中國高速鐵路是設計
時速250公里及以上標準的新鐵路或既有鐵路，部分時
速200公里的線路也納入高速鐵路網範圍。低於這速度
的，便是普通速度鐵路（普速鐵路）。
具體來說，因為運行速度更快，高鐵的設計要求比
普通鐵路嚴格很多，例如高鐵的線路要彎道少、坡度
低，很多路段會採用無縫鋼軌和無砟軌道（沒有碎石
的路軌）以保證平順，信號和控制系統亦更先進等
等。
「動車」說的才是「車」，也就是在鐵路上跑的列
車；它與「高鐵」的關係，好比高速公路和在高速公
路上跑的汽車。

動車和普通火車的區別
一般的說法是，動車多以「動車組」形式出現，指
的是由多節帶動力車卡組成的列車，通常一列8節車卡
的「動車組」會是「4動4拖」或「6動2拖」。
普通火車的車卡是沒有動力的，全靠火車頭來拉動
（火車頭正式說法是「機車」）。而「動車」運行時
是多節車卡一起「出力」，這是它能跑得比普通火車
快的原因之一。
要特別說明一點，目前在中國高鐵上運行的全部是
動車，不過動車卻不一定跑在高鐵上，普速鐵路上也
有動車的身影。
也就是說，嚴格而言，大家不是「坐高鐵」，坐的

是在高速鐵路上跑的「動車」，就如同大家是坐高速公路上跑的
汽車，而不是坐高速公路。
不過，生活中有一些說法「不準確」無傷大雅，約定俗成，大

家都明白、習慣和接受就好了。就例如大家都說「坐地鐵」，如
果有人堅持說「坐地鐵列車」，會否覺得怪怪的？

往年，正在
主持大學資訊
日中文系課程

簡介會的我，被問到一個有趣而重要的
問題：「讀古代文學經典有何用？」若
回應說我國大學教育均重視「人統」，
通過教授經典，得以培養仁智雙彰的知
識分子，讓其「克己復禮」，領略「仁
者不憂」、內心舒坦滿足的精神境界，
或會使社會人士認為，學者們傾向把文
學教育過分地理想化，言論與現實「大
有逕庭」，不合世情。
因此，筆者嘗試解讀古代文學鑒賞如

何有助於體會粵語流行曲「承襲古典小
說裏優雅的情感」，讀者或能從中得到
啟發，感受甜蜜而純粹的愛情，結交靈
魂伴侶，相信這算是古典文學的「大
用」之一吧？
粵語流行曲《老派約會之必要》裏

「老派鴛侶」的精神在於渴望與情人
「純靈魂對話」。雖然聽上去不合時
宜，卻是不少聽眾所嚮往的愛情體驗，
而這正是「克己復禮」在愛情上的體
現。緩緩地進行心靈上的交流，不急於
情慾上的滿足，締造珍貴而難忘的時

刻，這種追求常反映在中國古典小說的
情節上。

憑詩訴心聲「純靈魂對話」
唐代元稹《鶯鶯傳》，鄭氏欲安排張
生與崔鶯鶯的初見，鶯鶯礙於禮教，久
久不踏出閨房，先是因病推辭，繼而漠
視張生的搭訕，一連兩次挫張生的氣
焰，使他始終無從表達情意。然而，張
生仍對鶯鶯朝思暮想，傾慕之情不能自
已。鶯鶯的婢女紅娘形容鶯鶯素來「貞
慎自保」，而她擅長寫作文詞，沉吟章
句，對詩詞中的情意心生嚮往，建議張
生通過寫作愛情詩打動她。張生隨即撰
寫《春詞》二首，嘗試先與鶯鶯展開
「純靈魂對話」，鶯鶯其後以《明月三
五夜》回應他，其詞曰：「待月西廂
下，近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
人來。」暗示願意與張生見面。
《老》詞「訪西廂登紅樓，仍攜着你
手」，除了刻意使用符碼，讓讀者瞬間
聯想到古典名著《紅樓夢》和《西廂
記》外，還想暗示詞人所嚮往的是《紅
樓夢》第二十三回「西廂記妙詞通戲
語」所敘寫的情節——寶玉和黛玉通過

共同賞讀《會真記》（也就是上段所提
及的《鶯鶯傳》，元代王實甫沿用此故
事題材，發展成《西廂記》），從而互
生情愫，心領神會，成為彼此的靈魂伴
侶。
寶玉展開《會真記》，黛玉「接書來
瞧，從頭看去，越看越愛」，認為該書
「詞句警人，餘香滿口」。寶玉繼而笑
道：「我就是個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
那傾國傾城的貌。」以張君瑞和崔鶯鶯
這對情人比喻自己與黛玉的關係，藉此
試探黛玉是否接受自己的情意，可謂積
極進取而不失禮度。
一對情侶若彼此都重視心靈上親密的
交流，期待每天共同細味「相知」的溫
馨與幸福，便能體會到「年華悠悠，怎
會悶透」，靈魂心意互通的片刻，足以
令人「淺酌過一世都微醺」。
《老派約會之必要》裏所追求的是
「慢」的優雅與情調；只有「慢」，才
有足夠時間享受彼此心靈互通的珍貴時
刻，建立細水長流的親密關係，獲得長
久的、精神上的滿足。「克己復禮」，
套用於愛情之上，自有其妙處。誰還能
說讀古代文學經典無所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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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魏文輝老師（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教務主任）
作者：郭立新（以獨特視角展現當代中國的發展趨勢和人情事
物，帶領讀者全新感受當代中國。https://www.ourchinastory.
com）

作者：羅公明（資深文化工作者，從事新聞及
教育工作多年，曾主理公民科和通識科相關網
站及參與教科書出版。）

仁手記樹

作者：伍鈞鈞博士（香港樹仁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助理教授、副系主任。研究興
趣為唐宋文學。任教科目包括：唐宋文、李白杜甫詩、唐宋文學地理研究、中國
文學與正向人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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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橋上的
是 高 鐵 線
路 ， 橋 下
的 是 普 速
鐵路。
作者供圖

◆ 圖為香
港文化節
活動中，
學生參與
遊戲。
資料圖片

◆ 福廈高鐵是全國第一條時速達350公里的跨海高鐵，已於2023
年9月通車。 作者供圖


